
中国医学伦理学
Chinese Medical Ethics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学人文教育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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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2020年 1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在我国肆虐以来，广大医务工作者们临危不

惧、救死扶伤，弘扬医学人文，践行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赢得了全社会的高度赞誉。这一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也为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发我们深入思考医学生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培养这

一古老命题。梳理了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总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西安交

大一附院在医学人文教育内容和方法上进行的改革与探索，丰富了高等医学院校医学人文教育的理论与实

践，有助于今后整体提升医学人文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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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majority of medical workers have won high praise from the whole society for their fearlessness in

the face of crisis，helping the wounded and the dying，carrying forward medical humanities，serving the people's
health wholeheartedly，during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of COVID-19. This major public health
event also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which leads us to think deeply about the
ancient proposition of medical students' professional ethics and humanistic spirit trai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China，summarizes the reform and explora⁃
tion on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enrich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is helpful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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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春之交，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

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肆虐中

国，波及全球。面对这一重大传染病威胁，广大医

务工作者们临危不惧、义无反顾，以实际行动践行

了“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人

道主义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成

为最美逆行者，赢得了全社会的高度赞誉。这一重

大公共卫生事件也为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了新的视

角，引发我们深入思考医学生职业道德和人文精神

培养这一古老命题。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学为除人类之病痛，

助健康之完美而生，医学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关怀

和对生命健康的珍爱。医学不仅是单纯的技术，伴

之而生的是对患者的同情、照顾和安慰，是人道主

义的关怀［1］。正因如此，医务人员不仅要有扎实的

医学知识和良好的技术水平，更要有博大的人文情

怀。医学教育中德育始终处于重要地位，加强医学

人文教育是医学回归初心、回应社会需求、推动教

学改革、培养优秀人才的历史使命［2］。本文在梳理

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总结

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西安交大一附

院在医学人文教育中的思考与改革，丰富了高等医

学院校医学人文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助于今后整

体提升医学人文教育的质量和效果。

1 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现状及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高等医学院校普遍开设了医学人文

相关课程，如《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和《医学

法学》等，医学人文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伴

随着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的成立，

《中国医学人文杂志》和《医学与哲学》等专业杂志

的创刊，广大医学人文教育者们有了更广阔的学习

交流平台。加强医学人文教育，帮助医学生们塑造

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培养新时代的卓越医生已成为高等医学教育者们

的共识。但我国医学人文教育领域仍存在着如下

问题：

1. 1 课程设置不足

医学人文相关课程数量偏少，与欧美国家人文

社会科学课程占总课程20%相比，比例明显偏低［3］。

可能与我国医学教育重传承的传统有关，既往国内

医学人文教育多是依靠临床教师在带教过程中言

传身教和医学生耳濡目染进行，榜样引领学习

传承。

1. 2 认可程度不高

医学生对人文课程的认可程度不高。大部分

医学人文相关课程在培养方案中设置为选修课，医

学生普遍重视程度不够。研究表明，医学生选择医

学人文课程的主要原因为有学分、课程名称感觉比

较有兴趣、跟着同学一起选等［4-5］，极少有医学生因

为意识到其对职业生涯的重要性或发自内心喜欢

而选择医学人文课程。

1. 3 教学方式滞后

医学人文教育多以传统课堂教学、理论知识灌

输为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比较滞后，未能引导

医学生主动思考或探索挖掘医学人文的内涵，更缺

乏实践或交流讨论活动，考查形式多为闭卷考试或

论文撰写，不能充分调动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1. 4 人文实践缺失

医学生在进入临床实习后，鲜有医学人文相关

的课程或实践安排。由于缺乏引导，医学生无法将

医学人文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有机结合或在临床

实践中更好地感悟医学人文精神。

调查显示，医学本科生对学校人文素养的教育

满意度普遍偏低，大部分医学生希望加强自身人文

素养并愿付诸行动；注重素质培养、加强实践教学

和改善考核方式是提高院校人文素养教育水平的

主要途径［6］。

以上种种，均造成我国高等医学院校教育中医

学人文教学效果不佳，学生获得感不强。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要求我们在“健康中国”视域下，

重新审视医学人文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切实思考医

学人文教育“讲什么”和“怎么讲”。以下结合西安

交大一附院在此期间所做的相关改革与探索谈

一谈。

2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学人文教育应关注

的内容

2. 1 家国情怀与医者责任

在医学人文教育中首先应强调要把人民的生

命和健康放在第一位［7］，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和医者

担当的医务工作者。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充分体现了在党的领

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

主义教育课。武汉火神山医院 10天建成，雷神山医

院 12天建成，三所“方舱医院”最短的建设时间只用

了 10个小时，中国速度令世界瞩目。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先生高度评价中国政府为疫情防控

所做的努力，他认为“中方公开透明发布信息，用创

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及时主动同世界卫生

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其行动

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

中国规模、中国效率，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正值中国传统新春佳节阖

家团圆之时，但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们心系百姓健

康，响应祖国号召，服务国家需求，放弃休假，驰援

武汉，成为“最美逆行者”。截止 2月 17日，共有 3. 2
万余名医护人员援鄂抗疫。截止 2月 11日，共有

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其中确诊病

例 1716名，5人不幸殉职［8］，白衣战士们弘扬不怕牺

牲、勇于奉献的医者大爱，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大医

担当的使命与责任。

2. 2 健康中国与健康人文

“健康中国”是一项旨在全面提高全民健康水

平的国家战略，构建了“大卫生”和“全民健康”的发

展新格局，为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了

改革依据和发展思路［9-10］。伴随“以疾病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模式转变，医务工作者的任

务也从单纯的治疗疾病转变为预防保健、防治并

重、促进健康，成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守护

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更是要求我们从全人

群、全社会和全球角度看待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因

此，“健康中国”视域下，医学人文精神培育也要适

应医疗观念、医学模式、卫生健康工作方针和医学

服务理念的转变，树立以健康为中心的医学人文教

育观［11］。

2010年，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克劳福德等人提出

了健康人文（health humanities）这一新的概念，将健

康人文作为医学人文未来的发展方向，呼吁各国学

者积极参与，共同推动与促进这一新兴学科的发

展［12］。健康人文概念自提出以来，逐渐得到学界认

同并走入公众视野。伴随“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人

文作为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加开放和更面向应用”

的学科概念，不仅丰富了医学人文的内容，还拓展

了医学人文的实践，更唤起了全社会对医学人文的

关注［13］，已成为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2. 3 职业素养和职业荣誉

我国医学生普遍注重专业能力培养，而对职业

素养重视不够，在职业素养的宣传和教育方面仍待

加强［14］。培养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荣誉感也是

医学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2014年 6月中国医师

协会颁布了《中国医师道德准则》，将患者至上、敬

畏生命、人道主义、公众利益、公平公正分配医疗资

源和终身学习、职业荣耀与尊严作为六条基本

准则。

今天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场上，广大医务工作

者们也展现出了良好的职业素养，捍卫了医者的职

业荣誉。84岁高龄的钟南山先生以“院士的专业、

战士的勇猛和国士的担当”，敢医敢言，生动诠释了

医者的职业使命。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虽

然身患“渐冻症”，但依然顽强坚守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第一线，展现出医者的责任与担当。疫情防

控期间还有许许多多的医护人员，舍小家为大家，

奋不顾身以实际行动共同捍卫“白衣天使”的荣誉，

获得了社会对这一英雄群体的高度赞誉，也为医学

人文精神培养提供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典型事例和

现实素材。

3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学人文教育可采取

的方式

3. 1 从课堂到实践，以能力为导向

医学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与医师职业相

吻合、体现人文关怀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人文关

怀的培养应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通过品行养成、

内化于心，实践历练、外化于行。当前我国高等医

学院校的医学人文教育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存在教

学方式传统，重知识传授，与临床实践脱节，教学效

果不佳等问题［15-16］。让医学生早认识、早实践、早养

成职业素养，让医务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先于、高于、

同步服务于社会大众，已成为高等医学教育者们的

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广大医务工作者们舍生

忘死、勇往直前、援鄂抗疫，展现了我国新时代医务

人员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精湛的医

疗技术，他们的“最美逆行”为医学生们树立了典

范。再多的言传都不如这一次身教来得真实，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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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

主义教育课。武汉火神山医院 10天建成，雷神山医

院 12天建成，三所“方舱医院”最短的建设时间只用

了 10个小时，中国速度令世界瞩目。世界卫生组织

总干事谭德塞先生高度评价中国政府为疫情防控

所做的努力，他认为“中方公开透明发布信息，用创

纪录短的时间甄别出病原体，及时主动同世界卫生

组织和其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其行动

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

中国规模、中国效率，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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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团圆之时，但全国各地医务工作者们心系百姓健

康，响应祖国号召，服务国家需求，放弃休假，驰援

武汉，成为“最美逆行者”。截止 2月 17日，共有 3. 2
万余名医护人员援鄂抗疫。截止 2月 11日，共有

3019名医务人员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其中确诊病

例 1716名，5人不幸殉职［8］，白衣战士们弘扬不怕牺

牲、勇于奉献的医者大爱，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大医

担当的使命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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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是一项旨在全面提高全民健康水

平的国家战略，构建了“大卫生”和“全民健康”的发

展新格局，为高等医学院校的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了

改革依据和发展思路［9-10］。伴随“以疾病为中心”向

“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模式转变，医务工作者的任

务也从单纯的治疗疾病转变为预防保健、防治并

重、促进健康，成为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守护

者。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更是要求我们从全人

群、全社会和全球角度看待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因

此，“健康中国”视域下，医学人文精神培育也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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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素材。

3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学人文教育可采取

的方式

3. 1 从课堂到实践，以能力为导向

医学人文教育的目的在于塑造与医师职业相

吻合、体现人文关怀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人文关

怀的培养应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通过品行养成、

内化于心，实践历练、外化于行。当前我国高等医

学院校的医学人文教育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存在教

学方式传统，重知识传授，与临床实践脱节，教学效

果不佳等问题［15-16］。让医学生早认识、早实践、早养

成职业素养，让医务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先于、高于、

同步服务于社会大众，已成为高等医学教育者们的

共识。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广大医务工作者们舍生

忘死、勇往直前、援鄂抗疫，展现了我国新时代医务

人员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精湛的医

疗技术，他们的“最美逆行”为医学生们树立了典

范。再多的言传都不如这一次身教来得真实，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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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们用自身行动点燃了医学生们心中的信仰之

光。医学生们也积极请战，他们有的春节值班坚守

岗位，有的志愿参与心理援助，将人文关怀付诸临

床实践，践行了“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生誓

言，表现出与医生职业高度契合的使命感与责

任感。

3. 2 变被动为主动，以学生为主体，提升教学效果

传统的医学教育中，对医学人文的重视不足削

弱了医学生的学习动机，在课业压力下，医学生很

少选择主动学习人文知识［17］。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期间，在举国抗疫众志成城的氛围感召下，在临床

教师身体力行的亲身带动下，医学生们亲眼见证了

医务工作者们坚守岗位、大爱无疆的品质，一桩桩

感人的事迹就发生在身边，来自平时对他们谆谆教

诲的老师和年长几岁的“师兄师姐”，医学人文教育

也顺势完成了从“静态式学习”到“沉浸式学习”的

转换。

“沉浸式学习”源于密涅瓦大学，创造了大学教

育在动态式开放中回归现实文化生活环境的学习

新模式，其核心价值在于有效的将理论学习与实践

学习、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大学的象牙塔和真

实的全球化社会生活联通起来［18］。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为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了契机，将语言文字的知

识世界、临床实践的经验世界和舆情舆论的虚拟世

界有机融合，医学生们沉浸其中有助于加深其对医

学人文精神的理解和体会，激发其学习热情与主动

性，此时教师加以点拨和引导，医学人文教育可以

顺利变被动为主动，建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

主体”的模式。因为懂得，所以热爱。医学生们主

动参与到医学人文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写诗、谱曲

和制作视频宣传医务工作者们的英雄事迹，致敬奋

战在临床一线的白衣战士，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3. 3 紧密结合临床，人文专业深度融合

当前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存在人文与医学结合

不够紧密，对专业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不足等问

题［19］。如何结合临床医学专业特点，更好的开展医

学人文教育已成为广大医学教育者们面临的共同

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学生们一方面在临

床教师的指导下，学习防控知识，钻研典型案例，积

累临床经验，提升专业水平；一方面关注百姓健康，

彰显人文情怀，制作了“公众预防怎么做”“公共场

所怎么做”“居家应该怎么做”“直面疫情、科学防

控”等科普宣教系列视频，通过医学人文教育相关

的微信平台发布，力所能及地参与到疫情防控中，

做好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将人文精神与医学专业

深度融合，实现二者的共同提升。

4 结语

今日莘莘学子，明日国之栋梁。当前正值全国

人民万众一心抗击新冠肺炎的关键时刻，作为高等

医学教育者，应始终铭记“尚德尚医，求是求新，为

生命之光”的崇高理想，弘扬医学人文，践行仁心仁

术，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契机，重新审视医学人

文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加强新时期医学人文教育的

探索与实践，提升医学人文教育的效果。通过价值

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文化熏陶，培养更多德

才兼备的合格医学人才，为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

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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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此时教师加以点拨和引导，医学人文教育可以

顺利变被动为主动，建立“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

主体”的模式。因为懂得，所以热爱。医学生们主

动参与到医学人文教育的过程中，通过写诗、谱曲

和制作视频宣传医务工作者们的英雄事迹，致敬奋

战在临床一线的白衣战士，教学效果显著提升。

3. 3 紧密结合临床，人文专业深度融合

当前我国医学人文教育存在人文与医学结合

不够紧密，对专业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不足等问

题［19］。如何结合临床医学专业特点，更好的开展医

学人文教育已成为广大医学教育者们面临的共同

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学生们一方面在临

床教师的指导下，学习防控知识，钻研典型案例，积

累临床经验，提升专业水平；一方面关注百姓健康，

彰显人文情怀，制作了“公众预防怎么做”“公共场

所怎么做”“居家应该怎么做”“直面疫情、科学防

控”等科普宣教系列视频，通过医学人文教育相关

的微信平台发布，力所能及地参与到疫情防控中，

做好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将人文精神与医学专业

深度融合，实现二者的共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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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者，应始终铭记“尚德尚医，求是求新，为

生命之光”的崇高理想，弘扬医学人文，践行仁心仁

术，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契机，重新审视医学人

文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加强新时期医学人文教育的

探索与实践，提升医学人文教育的效果。通过价值

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文化熏陶，培养更多德

才兼备的合格医学人才，为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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